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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现 场

2014年国庆假期，我兴奋地跑去电影院看
一部名为《十二生肖之城市英雄》的动画大电
影，一口气跑了几家影院，都没有排片。原来，
在竞争激烈的国庆档，我编剧的这部动画电影
未能抢到理想排片，最终的票房成绩也不理想。

这让我有点失落，因为我告知了所有亲
友。而当时让我更加难为情的是，除了这部动
画大电影，此前我还参与编剧了两部电视剧，一
部成了央视八套的开年大戏，获得中国电视剧

“飞天奖”等多项殊荣，一部成为年度现象级的
爆款，家喻户晓。然而，影视是集体艺术，需要
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链条支撑，并非所有参与
创作者都能留下姓名。这两部作品，我便无缘
署名。

开启编剧人生时，我还是个锅炉工人。每
天干完活，就抱着笔记本电脑躲到无人的角落，
以梦为马，奋笔疾书。平衡工作与创作，十分辛
苦，但并不感觉心累，我的眼里充满着光，时刻
准备着把现实中捕获的物事与人事，用文字赋
予它们在文学空间的别样生命姿态。

相对文学，影视是个新潮的玩意，不过百年
历史，影视编剧自然也是个较新的行当。那影
视编剧，需不需要拓深文学底蕴？年少的我与
当下的我，对此意见相左。

我文学基础不好，初中时突然梦想当作家，
并偏执地认为学校培养不出作家，于是自学，偷
偷写作。有天上课时纵笔挥毫，竟有些得意忘
形，十几万字的小说被老师当场收缴，同学们也
是一顿嬉笑。课后，我流泪走出校门，一边回头
指着教学大楼，一边大声吟出李白的诗：“仰天
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当初的年少轻狂，让我的创作渐渐变得艰
难。看着那些编剧中的佼佼者，都是一批具有
较高文化素养，对生活有着敏锐感知的人。于
是，我经常请假去各地名校，偷偷溜进一些名师
的教室蹭课。有次听课如痴如醉，还忘形地站
起来回答问题，直到老师打开学生名册问我学
号和姓名，我才尴尬地夺门而逃。那时，走出校
门，我又想起李白的诗，只是此刻的内心却充满
温暖。

无疑，在大量爆款成功案例的驱动下，许多
制作单位、资本运营者将影视当成了产业风
口。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视的受众面、影响
力远超其他，成为无限接近大众的一种文艺样
式。市场越大，责任越大。在通往影视创作的
道路上，编剧如何让作品既获得市场的青睐，又
取得良好的口碑？艺无定法，这是一个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的开放话题，而我也始终在探索这
个谜题的解答。年岁不同，对待事物的看法不
同，偏好的技巧也有所区别。但从始至终，我都
对创作保有一份纯粹的冲动与热爱，这许是梦
想，也是我的人生。

2003年，我母亲癌症晚期，高额的治疗费让
家里过得不再宽裕。不久有位书商朋友约我写
一本玄幻小说，相比微薄的稿费，出一本书多少
能让母亲为儿子感到一丝荣耀吧。后来历经波
折，我的小说出版了，但此时的母亲已经在另一
个世界。怀着对母亲的怀念，我重拾了那个一
度曾想过放弃的写作梦，直至今天。

多年前，我独立编剧的 40集动画片《十二
生肖之天下属兔》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并获得
广电总局 2011年度优秀国产动画片三等奖、安
徽省第12届“五个一工程”奖。2018年，我联合
署名编剧了玄幻大剧《武动乾坤》在东方卫视和
优酷同步播出，网络播放量超 60亿……起点很
低，意味着任何失败都是理所当然，而前方还有
无限的进步空间。在我编剧的作品中，有些是
网文改编。原著与改编作品，既联系又独立，皆
需要独创性。因为二者表现形式不同，小说那
样写好看，但是要用画面具象化就未必好看，如
小说的故事情节大多是单线发展，一些人物形
象不够丰满，人物关系设定不够有戏剧性等，这
些都需要调整。《武动乾坤》便是一部热门玄幻
小说，小说中主人公武功升级的故事对读者而
言是热血的嗨点，但是从影视剧的角度看，不具
有戏剧性，所以改编时就要编戏，让小说中的那
种热血具象化、戏剧化。

近几年因为疫情等因素，影视行业受到了
冲击，我个人的创作也起起伏伏，但好在时光并
未蹉跎，蛰伏也是一种历练。初中毕业时，有同
学在毕业留言册上劝我别做那些不切实际的
梦，要步入人生的正轨。其实，那时我也觉得自
己是痴人说梦，但是已经坚定地想好：“我以梦
为马，不求未来花团锦簇，但内心始终要暗藏百
万雄兵。”

优质内容生产是电
影产业化的核心

中国电影市场的转型，并非疫情之

下出现的“季节性”现象，实际上更早几

年，头部城市银幕饱和、电影市场下沉等

话题就成为业内讨论的重点。

最 令 大 家 关 注 的 是 影 片 供 给 的 问

题。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黄群飞说：“今年电影开机数和立

项备案数量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都在下

降。”这让一些人忧心忡忡。内容生产是

电影产业的核心，没有优质的内容输出，

整个行业无异于无米之炊。

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数量的

减少正倒逼行业转向“内容为王，精品创

作”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在行业最热闹

的几年里，产业链上游的巨头们将经营

重心放在争夺大 IP、打造明星光环及流

量变现上，这些“捷径”让一些资本尝到

了甜头，于是蜂拥而入，但它带来的后果

是，很多人失去了打磨精品的志向和雕

琢内容的耐心。“那一段时间，影视行业

已经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维持一种平稳

健康的状态了。”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电

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会长张思涛看来，电

影创作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从长远

来看，推动行业去芜存菁，恢复理性是必

要之举。

从第 35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金鸡电

影论坛·学术峰会”发布的《中国电影十

年艺术发展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从

增数量到提质量，从重票房到重口碑，中

国电影界对整体创作质量和制作质量有

了更高的追求，对优质内容的生产更加

关切。

互联网观影趋势渐明
尽管中国电影市场正在经历转型，

但市场反馈让电影人看到了希望：据国

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在全国停业影院

数量达到 3223 家、停播银幕将近 1 万块

的情况下，2022年暑期档（6月 1日至 8月

31 日）总票房达 91.35 亿元、总观影人次

为 2.34 亿，分别较去年同期上涨 23.8%、

15%。票房与观影人次的双增，显现出电

影市场的活力——电影市场的基本面还

在，存量观众和存量市场依然可观。更

重要的是，观众还在，人们的观影消费需

求依然迫切。

在稳中向好的形势中，中国电影家

协会副主席侯光明注意到，中国观众平

均观影年龄正在升高，“2012 年，我国院

线平均观影年龄是 21.2 岁，但到了 2021
年，院线平均观影年龄已经超过 28 岁。”

年轻观众去哪了？

作为电影的放映终端，电影院从诞

生之初，就因其内容传播和社交两大功

能吸引着年轻人。然而，进入信息时代，

放映终端变得丰富多元，不论是获取内

容，还是社交，电影院都面临着技术更迭

带来的新对手——网络平台的挑战。在

内容的播放渠道上，线上视频以其便捷

性，分流了一部分观众；社交功能方面，

传统影院的氛围传统私密，而“网生代”

年轻人更愿意在网络语境下进行实时互

动……猫眼数据对观影人群进行分析后

发现，尽管线下观影依然是当前主流群

体的首选，但有 25%以上年轻观众（25 岁

以下）已经将流媒体平台作为观影的首

选，32%的年轻观众表示线上、线下都会

参与。理论上，线上影院所辐射的 25 岁

以下观众已超过 50%。侯光明认为，中

国电影市场不仅要巩固现有的观众，更

要努力吸引年轻的观众。

2020 年初，疫情之下，以《囧妈》为代

表的院线电影开启了“院转网”的先河，

将版权转让给相关企业，并在网络平台

免 费 首 映 。 同 年 7 月 ，漫 威 电 影《黑 寡

妇》同样选择了渠道整合，在传统院线和

Disney+同步上映。根据迪士尼公布的

数据，该片流媒体票房达到了 6000 万美

元，与北美票房的 8000 万美元和国际票

房的 7800 万美元相差不远，足见线上观

影的市场潜力。尽管《囧妈》的“临阵倒

戈”让国内整个电影市场措手不及，《黑

寡妇》主创人员也因该片同步上线流媒

体平台起诉迪士尼违反合约，但这两个

事件背后透露出来的趋势不容忽视：在

互联网经济的驱动下，观众，尤其是年轻

观众的文化消费意识、所处的消费环境

和喜欢的消费模式，都潜移默化地发生

了改变。电影线上线下同步上映，缩短

发行窗口期是观众所希望的，因此，电影

行业或许应当积极拥抱网络媒介，扩大

电影作品对全年龄段的覆盖，在平衡院

线与网络的关系、明确票房分账规则、规

范“院转网”经营模式等方面不断努力。

新主流电影应当有
更大作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主旋律”这个概

念被引入电影，业界就约定俗成地将充

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

材影片与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真善美

的 现 实 主 义 题 材 影 片 定 义 为 主 旋 律 电

影。那段时间，《开国大典》《巍巍昆仑》

《周恩来》《开天辟地》等一大批优秀的主

旋律电影相继出现在银幕上。

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影全面产业化

改革，中国电影人开始在主旋律与商业

属性之间寻找结合点。2006 年《云水谣》

开始了主旋律电影的新探索——在动荡

的时代背景下，将革命与爱情巧妙结合，

并进行类型化的转型。此后，一大批“既

具有坚实的主流价值观，又具有商业电

影的娱乐性和艺术性，在市场层面也获

得主流地位”的电影如雨后春笋不断出

现，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发展中一道亮

丽的景观，业界称之为“新主流电影”。

2017年，《战狼 2》收获 56.8亿元票房。此

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长

津湖》以及《万里归途》分别以骄人的成

绩成为从 2019年到 2022年 4 年间的国庆

档票房冠军。一大批高品质的新主流电

影甚至催生了一种新的“国庆节俗”——

国庆长假，呼朋唤友或是拖家带口到影

院去感动一次、热血一次、接受一次爱国

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成为一种新的节

日消费时尚。

在新主流电影类型中，既有重现伟

大革命历史事件和进程的宏大叙事，也

有以集锦片模式讲述的小人物故事。清

华大学教授尹鸿把当下的新主流电影分

为三个类型：一是以《智取威虎山》《湄公

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长津湖》《狙

击手》等为代表的战争动作片；第二类是

以《中国机长》《中国医生》《流浪地球》为

代表的灾难片；而第三类是献礼片，如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1921》
等。这尽管是学者的一家之言，但是作

为观众，笔者也以为新主流电影类型应

该更加多元、题材应该更加丰富。新主

流电影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大的作

为。

在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上，笔者就

新主流电影未来的发展请教了《东京审

判》《你是我的春天》的导演张弛。张弛

认为，新主流电影要有更大的发展，首先

要求创作者打破创作上的桎梏，而这种

桎梏更多的是来源于认知层面，“在题

材、类型的选择、人物塑造、叙事的视角

及手段等方面应当更加包容、多元，要做

更多的探索，要百花齐放。”

在坚守主流价值的同时，不断接纳

其他类型片的元素和叙事方法，用“接地

气”的视角和讲述，用饱满的情感故事去

探讨人生、思考社会，或许是新主流电影

有待进一步开掘的富矿。

一段时间，一些影视作品沉浸在过

度的“美化”当中。演员要“磨皮”、场景

要“唯美”、结局要“合家欢”，甚至连现实

题材作品也变成“海市蜃楼”，充斥着许

多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乌托邦式的桥

段。这些作品缺乏对现实社会和普通群

体的观察与思考，缺乏“接地气”的生活

呈现和情感表达，被观众所诟病。上半

年，央视 8 套播出了聚焦生育焦虑的电

视剧《亲爱的小孩》，面对质疑，央视力

挺：“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镜像和提

纯，创作意在真实、真诚，更应勇于打碎

‘滤镜’，直面现实症候，予以温情关切。

对于现实题材影片来说，洞察症结不等

于贩卖焦虑，温情治愈更不意味着凭空

造梦。”

现实生活，有奋斗与快乐，也有挫折

与悲伤，有温暖也有残酷，这些都需要被

看到。

可喜的是，我国新主旋律电影或曰

新主流电影正在不断创新，《我和我的

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

《万里归途》等以百姓视角体现宏大主

题 ，亲 切 而 平 实 ；《我 不 是 药 神》《亲 爱

的》等以强烈的现实关照，给人以温暖

的抚慰……我们坚信，未来我们会看到

新主流电影的更多姿态。

（压题图为电影《金刚川》剧照，电影

《万里归途》海报）

吉安采茶戏在叙写红色故事、颂扬英雄

人物方面有着优良传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吉安采茶戏就创作了《大放马》

《送哥哥上前方》《志愿当红军》等优秀的红

色戏剧，宣传革命，受到百姓的欢迎。新中

国成立后，吉安采茶戏更加自觉地把传承红

色基因、叙写英雄故事当作主要创作方向，

出品了《父与子》《雪原枪声》《漫漫风雨路》

《热血山哈》等优秀作品。今年在玉茗花戏

剧节上演的《杜鹃花又开》是《杜鹃花开的地

方》的姊妹篇，它们同是井冈山革命题材，杜

鹃花成为两部剧中富有重要寓意的艺术符

号。吉安采茶戏的艺术工作者试图把“杜鹃

花”系列打造成红色戏剧的精品力作，不断

地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

品。

一个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革命者，在革

命胜利后如何对待自己的故友、亲人与普通

群众？当一个母亲遇到失散多年的儿子，该

如何弥补亏欠的母爱？《杜鹃花又开》以老一

辈革命家曾志为原型，从她在革命成功后对

待战友与亲人的态度中，体现革命者的英雄

本色。

剧中方昭，是原井冈山根据地小井医院

党支部书记，当年敌人的一次突袭，小井医院

130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全部遇难。唯一幸

免于难的方昭一辈子终生生活在对战友的怀

念与愧疚中。遭袭之后，部队要转移，方昭刚

出生的孩子尚未满月，她把孩子托付给当地

的老乡，然后义无反顾地跟随部队继续革

命。革命成功后，方昭已成为地方的领导人，

母子相认，这时儿子张红来提出要继续留在

井冈山，为养母养老送终。方昭心有不舍，但

她内心深处希望儿子能守在井冈山，为那片

红土地、那里的乡亲做出贡献。在她八十高

龄的时候，她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井冈山，

见到了久别的乡亲与亲人。孙子孙女们面对

身居高位的奶奶，鼓足勇气提出了一个不算

太高的要求：把他（她）们的户口转为商品粮，

方昭断然拒绝了这个不算太高的要求，这时

她的孙子孙女提出了一个问题：

“您为何如此‘绝情’”？

面对孙子孙女们的疑问，方昭用心作了

解答——这里，有许多牺牲战友的儿孙，有

许多贫困农民的儿孙，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群

众的子女，他们辛勤地在这里劳作，没人替

他们走门路离开土地吃商品粮。如果她的

孙辈利用公权，这对牺牲的战友不公平，这

对井冈山乡亲不公平，也是对人民的不公

平。

方昭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初心。《杜鹃花又开》把一个革命家的高

尚纯洁铺陈于舞台上。

红色题材的创作，容易落入情感苍白的

窠臼，而《杜鹃花又开》站在人民的立场，用

真情实感感染着观众。创排过程中，无论是

编创者，还是演职员，满怀崇敬之情，全身心

地投入，每次排练与演出，都有庄重神圣的

仪式感，而这种崇敬化成了美学上的崇高，

传递给观众。

吉安采茶戏孕育发展自民间，旧称“花

鼓戏”“三角班”。吉安采茶戏把叙写劳动人

民的劳动场景作为主要内容，以劳动人民的

情感为主基调。《杜鹃花又开》传承和弘扬了

吉安采茶戏的地方特色，作为吉安采茶戏音

乐的主要腔调之一，《慢川调》在剧中被大量

运用，如表现方昭与儿子离别、张红来与养母

悲苦生活等场景中，《慢川调》深情悲苦的表

现特色运用得恰到好处；当方昭得知失散多

年的儿子的消息后，心中百感交集，唱起了杂

腔小调《十月怀胎》。这些本土化的艺术创

造，深深植根于群众文化，符合人们的审美，

从而引起大家的共鸣。

剧中还不断穿插吉安采茶戏的标志性动

作程式——矮子步、单袖筒、扇子舞，这些动

作程式配以生活化的表演，填平了艺术与生

活的鸿沟，观众可以从中看到地方戏曲艺术

的生动活泼，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朴实善良，

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杜鹃灼灼映初心
□ 周子强

以梦为马
□ 何 闯

观众在，电影就在
□ 凌 瀚

“过去十年，中国电影在文化

自信、艺术自觉、产业自强的驱动

下，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

代。”第 35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中

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

会会长陆绍阳如是说。

诚哉斯言。过去的十年，我国

电影院银幕总数突破 8 万块，年均

生产故事影片达到 700 余部。我们

经历了 2014 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

房 较 2005 年 十 年 间 翻 18 倍 的 欣

喜；经历了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使全球影业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中

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成绩首次超越

北 美 成 为 全 球“ 第 一 票 仓 ”的 振

奋。当然，深入关切影视行业，我

们会发现中国电影仍然面临巨大

挑战：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市 场 的 不 确 定 性 增 强 。 特 别 是

2022 年作为疫情发生后的第三年，

困 难 叠 加 ，行 业 呈 现 出 市 场 不 稳

定、片源不确定、头部企业效益持

续下降、影片投融资激情减退等连

锁反应。

怎么看待中国电影面对的挑

战与机遇？中国电影的发展路径

应该是怎样的？不久前，笔者在庐

山就这些问题与业界人士进行了

对话——

吉安采茶戏《杜鹃花又开》剧照


